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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4年10月下旬我首次访问上海古籍出版社时，有幸会晤了王兴康社长、赵昌平总编、蒋维崧编审以
及其他诸位先生。
当时我是应华东师范大学牟发松教授的邀请，在该校逗留两周并进行授课和演讲的。
因为那时正值拙著《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的中译本（李济沧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才有
了拜访该出版社的机缘。
“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这一颇具规模的出版计划，正是由于那天的会谈而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
我是在那年7月从承担拙著编审的蒋维崧先生的信中得知这一出版计划的。
信中提到上海古籍出版社有意以拙著的出版为契机，进一步拓展范围，更广泛地向中国学界介绍日本
的中国史研究成果，并希望我推荐一批能够代表日本研究水准的著作，尤其是能够选择那些在开阔视
野下关注社会与人文，或运用新的方法和理论并在实证研究中取得成果的著作。
在10月的会谈中，出版社又出于同样的旨趣，要求我予以全面的合作。
想来这的确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计划。
有关中国史研究的中日两国学界交流，已经有着长久的历史，而且正呈现出日益兴旺的趋势。
交流不仅限于人员的交往，还以相互之间论文、著作翻译的形式对双方发生着影响。
但是，这还只不过是很少的一部分而已，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即便那些在日本学界具有长久影响力的
名著，几乎都没有中译本的出版。
所以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这一计划，不能不说是打破现状、开创新局面的创举。
就我个人而言，拙著中译本的刊行能够成为促成这一趋势的契机，更是倍感欣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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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已故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守屋美都雄先生在史学研究方面的重要论著之一，收录了已故守屋博士
晚年所撰论文中的主要作品，同时也涉及一部分早年代表作。
本书分为三部分：国家篇、家族篇以及附篇，以家族研究为基础，着力探讨家族与中国古代帝国构造
之间的关系问题。
其中的家族篇更是家族研究发展为家训问题的重要成果。
此书时至今日仍是日本东洋史研究学者的必读之书，许多观点可为相关研究提供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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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日本）守屋美都雄 译者：钱杭 杨晓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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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国家篇　第一章　从汉代爵制源流角度所见商鞅爵制研究　第二章　关于阡陌制度的各种研究　第三
章　对于“开阡陌”的一种解释　第四章　关于秦国军功褒赏制中对人的支配问题　第五章　关于汉
高祖集团的性质　第六章　父老　第七章　关于曹魏爵制若干问题的考察　第八章　社的研究家族篇
　第一章　关于汉代家族形态的考察　第二章　关于汉代家族形态的再观察　第三章　汉代的家族—
—其学史展望　第四章　南人与北人　第五章　关于六朝时代的家训　第六章　论《颜氏家训》附篇
　第一章　中国古代法威盛过程中的若干问题——以春秋时代为中心　第二章　关于李悝《法经》的
一个问题　第三章　桓谭的生卒年代　第四章　论“晋故事”　第五章　近年来汉唐法制史的研究历
程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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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他的看法是：“如果将这些记载直接看作史实或许没有什么价值，但却可以为《史记·商君列
传》从一个角度记载的军功性财物臣妾归属制的存在提供参考资料”，同时它们还提供了一些线索，
使后人能据以推测按军功行赏的数量基准。
随后，平中苓次又深入研究了《荀子》“五甲首而隶五家”的含义，认为这意味着“将五家已耕作、
已居住的土地，作为附属于爵位的禄（采地）进行赏赐。
因此，有爵者得到了这些土地，就像取得了自己的私有地，并使耕种这些土地的五家作为自己的隶农
，如同臣妾那样归属自己，进而向耕种者收取地租。
可以这样试想，身份性土地归属制本身并不是新的制度，而是在卿、大夫、士这些诸侯的家臣中已经
实施的制度。
⋯⋯既然如此，商鞅变法之所以要发动的理由何在？
必须看到，变法并不是针对原有的卿、大夫、士等特定身份阶层，而在于它适用于一般庶民”，由此
可见爵制性大土地保有制的特色。
在该文的末尾，平中苓次总结道：“这一爵制性大土地保有制的开创，促进了在民众之间私有地主的
产生。
”这说明，他认识到秦代的爵制性大土地保有制与汉代以后大土地私有兼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性。
笔者看到这个鲜明的论点，极受启发，但读过几遍之后，则不禁产生了以下疑问。
第一，秦代的爵制性大土地保有，与汉代的大土地兼并，是否真有一系列关系？
根据平中先生的论点，有爵者受赐的田宅，就像爵位附带的采地（禄）一样。
如果真是这样，有爵者就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经营田宅，而只享有从在田宅里劳动的隶农那里收取
地租的权力。
地租率虽不明确，但若是按孟子等人所说，也许就是所谓的“什一税”。
但与此相反，如文献所记载，汉代大土地所有者兼并田宅，可以完全按自己的意愿经营。
当然，在广大的土地上通常是奴隶和佃户劳作，但就佃户而言，地主要向他们收取收获物的一半，有
时还会超过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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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昭和四十一年（1966）7月10日正午刚过，大阪大学教授、大阪大学文学部长守屋美都雄博士突然去世
，至今已过去了两年多。
当天接到讣告之人，都怀疑自己是否听错。
那是一个多么令人震惊的噩耗17月12日守屋府的葬仪，9月10日大阪大学文学部的葬礼，都在四周布满
菊花的祭坛上庄严地举行。
来自东南西北各地的众多先辈、好友、学生参加了葬礼，哀悼匆匆早逝的博士之遽然别离，对他表示
了无尽的追思仰慕之情。
昭和十三年（1938）3月，守屋博士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在留校担任了两年学科助
手后，进入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及东洋大学文学部工作；昭和二十六年（1951）6月，任大阪大学文学
部教师；昭和三十二年（1957）升任教授，主持东洋史学讲座；昭和四十一年（1966）4月就任文学部
长。
博士的大学毕业论文为《以西汉时代为中心所见支那宗族制与家族制之细节》。
从此以后，在博士涉及的多方面研究领域中，“中国古代家族”就成为他始终关注的主题。
在去世前一个月（6月8日）举行的东洋文库春期讲座上，博士以《颜氏家训》为题（参见本书《家族
篇》第六章），作了他生前最后一次演讲，这是家族研究发展为家训问题的重要成果。
与此相关的一系列论文，使本书的《家族篇》大为增色。
以家族研究打下基础后，博士的注意力转向家族与中国古代帝国构造之间的关系问题上。
他在中国古代法律史研究方面取得的一批成果，就是其中的一环，相关论文见于本书的《国家篇》以
及《附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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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守屋美都雄所涉及的多方面研究领域中，“中国古代家族”是他始终关注的主题。
以家族研究打下基础后，守屋先生将注意力转向家族与中国古代帝国构造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他在中
国古代法律史研究方面取得的那些卓越成果，便是其中的一环。
守屋美都雄的另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是对中国古代岁时记的研究，这也是对与家族问题相关的民众节
庆活动的探索，是一项以文献学为主要内容的扎实细致的研究。
在这个基础上，岁时记研究将有可能被再往前推进一步。
　　——（日）山田信夫布目朝讽山本宪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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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是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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